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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领袖嘱托牢记领袖嘱托 践行省委要求践行省委要求

【【习风携暖意习风携暖意 奏响春之曲奏响春之曲】】 系列报道

黄河岸边添新绿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 通讯员 王颖颖）响应“同饮黄河

水·共护母亲河”2025年沿黄九省（区）A级旅游景区植树
公益活动号召，3月 9日，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积极组织干部
职工在黄河“三桥汇”处开展春季植树活动。

活动现场，技术人员向在场参与植树活动的员工讲
解芦竹的基本知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园区开展生态保
护的实践意义。栽植中，大家分工协作，为园区增添新
绿。近年来，园区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在保护现有森林
资源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绿化美化工程，加大植物提档
升级力度，全区森林覆盖率已达 95%以上，生态环境显
著改善。

春季植树活动结束后，参与本次活动的干部职工纷纷
表示，此次植树活动意义重大。三座大桥（京汉铁路黄河
第一桥、京广铁路黄河铁路大桥、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
桥），百余年历史，跨越三个世纪，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程。作为新一代的邙山人，守护好母亲河，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黄河文化公园将继续把生态建设作为工作发展的重
要任务，以实际行动肩负起植绿、爱绿、护绿的责任，进一
步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助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和黄河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上接一版）沿着台阶上至北部地势较高的
核心区，两公里外的黄河逶迤流淌。2013
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双槐树遗址
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连续的考古调查、勘探和
发掘工作，取得的考古成果堪称“震撼”，而
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聚落遗址
群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
要资料，为探讨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奠定了
基础。

系列重磅考古成果的取得，除了天时、
人和，还有赖于“地利”——嵩山脚下、黄河
之畔，“天地之中”的独特位置，使得这里成
为人类栖居的乐园。夏商周至北宋南迁的
数千年间，环嵩山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是历代
王朝建都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郑州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的‘重地’。”高度关注郑州考古
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部委
员刘庆柱认为，河南、郑州考古工作是支撑
中国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主力军”，是解
决中国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提炼中华文明五
个突出特性最重要的地区。

厚积而薄发，博观而约取。在“文物资
源大市”的基础上，郑州文物强市的姿态初
现：建成博物馆 114家、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55个，“博物馆群+大遗址公园”全景式中华
文明展示体系不断完善。“郑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为统筹推
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村落、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工作注入新
动力；2024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郑州
市双槐树遗址保护条例》，为推进文物资源
的活化利用、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这里是“最年轻古都”
2025年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3年

累计来郑留郑大学生超 67万人”的数字格
外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人给郑州贴上了

“少年老城”的标记：这个有着 3600多年建
城史的城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 34.7岁，城
市年轻力指数居全国第五。而郑州这座古
都的“少年派”，不仅在于年轻的人数，更在
于她的活力、活跃与活化。

“之前就听说商都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
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直没机会带孩
子来，今天趁着假期来‘打卡’了。”大年初
一，家住北三环的于女士带着 9岁的儿子赶
到了考古工地现场。

环顾商都书院街“新春城市考古体验课
堂”，平日里“神秘”的考古工地装饰一新、喜
气洋洋。红色的展板、金色的福字、游径攻
略宣传单，无不令观众感受到春节的喜庆氛
围。游戏互动、考古发掘等新颖的体验形
式，令于女士和孩子在新春考古体验课堂上
深切感知3600年前的早商文明。

考古体验课堂的东侧，正是热门打卡地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通过数字化投影和沉
浸式互动剧场，古老商文化“活起来”。在刚
刚过去的春节，一系列包括新展览推送、新
文创供给、新科技应用、新方式演绎、新场景
打造、新业态展示的创新举措，为市民游客
带来充实的文化盛宴和崭新的游览体验。
其中全市文博单位开展系列文博活动共 14
类 168项，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特色展演、
研学课堂、科技体验、雅集市集、民俗祈福等
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极大满足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成为展示郑州城市
文化特色和底蕴、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
形象的文化盛宴。

郑州文旅也紧紧抓住申遗成功后的首
个春节节点，安排了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
为广大市民群众打造观非遗、逛大集、尝美

食等多元非遗体验。在建业电影小镇，“这
里的春节有年味”系列活动将非遗民俗融入
全天160场的节目演艺中；亚细亚卓悦城一
楼中庭变成非遗表演与国潮乐队的舞台，非
遗戏法、杂技魔术、川剧变脸、百鸟朝凤民乐
演出轮番登场；中铁·泰和里精心打造《福满
泰和·巳巳如意》《唐宋风韵·梦华春禧》两大
新春特别版沉浸式演艺剧目，让观众朋友置
身于历史长河，深入领略非遗活动的无限魅
力……厚重与活力、古老与现代，郑州这座
年轻的古都，正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这里是“根脉窗口”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千
古流传的优美诗篇演绎着黄河博大包容、开
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黄河孕育了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郑州这座位于黄河中
下游交汇处的古都，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更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域。

为多角度解读“黄河文化”，记者走进郑
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我们馆的基本陈列‘大
河上下——黄河流域陶瓷展’，就是用陶瓷
讲述黄河故事、用陶瓷展现黄河文化的雄浑

强劲、源远流长。”副馆长李红新正热情地为
观众讲解2020年起该馆推出的基本陈列展

“大河上下”，按时间脉络展出先秦、汉唐、宋
元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百余件精品陶瓷，在
给广大观众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让群众充
分感受陶瓷之美，触摸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
区，郑州还有黄河博物馆、黄河文化公园、黄
河滩地公园等黄河文化热门打卡地，生动展
现着黄河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治理成就
和时代价值；而星罗棋布于郑州大街小巷的
百余家博物馆，则用极具内涵的展览、生动
有趣的社教活动，让郑州宝贵的文化遗产进
一步被“唤醒”。

再回首。
郑，从邑，奠声。本义为周代诸侯国名，

姬姓。《广雅》中“郑”用作形容词时，代表郑
重、慎重的意思——郑，重也。“郑州”这个被
传颂 1400多年的名称，在最初就被历史悄
然镌刻下“重地”的烙印。那些融化与城市
肌理与骨髓的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召唤着
郑州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贡献“郑”能
量，更注定郑州在新时代的中国、在世界舞
台上，散发出独特而恒久的魅力！

斯文在兹 文脉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曲黄河，奔腾
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
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文化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
化，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至关重要。

近年来，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指引，牢牢把握新时代文化使命，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
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
聚精神力量的重要嘱托，系统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兴文化工程，
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研究，实施
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十大组团工程——
如今的郑州，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强做足文旅
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文化事业、文化
产业开出朵朵繁花。

黄河是一条自然之河，也是文明之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
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推动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黄河文化旅游带”。今天，保护、传承和弘扬
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大力实施文艺文化精
品工程、构建文旅深度融合新格局等方面，
这条承载文明密码的母亲河，仍将持续焕发
时代生机，为增强文化自信注入磅礴力量。

郑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
都之一，见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
文化史、八千年农业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四
千多年建都史，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

的核心区域和主根主脉所在。立足八大古
都的千年文脉，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
蕴；依托文物数量与规模的双重优势，夯实
排名全国前列的资源根基；立足文旅产业基
础之实、发展潜力之巨、市场空间之广等多
重势能，激活文物密集型城市的独特禀
赋——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机遇，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中传承弘扬，让黄河文化、黄帝文
化等瑰宝持续跃动时代脉搏，推动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发展“芝麻开花节节高”，郑州
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牢记领袖嘱托、践行省委要求，我们必须
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现代文化，
打造人文之城。我们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用好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重要宣传载体，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实现活态化展示、具象化传播、创新性表达，

不断擦亮“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城市
品牌。我们要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和为
我所用的自觉意识，广泛吸收借鉴现代文明一
切优秀成果，大力实施文艺文化精品工程，满
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文化生活需求，突出营
造青年人“近悦远来”的良好环境，加快建设成
为中华儿女的寻根之地、中华文明的朝圣之
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
地、现代文明的创新创业创造之地。

大河高歌东赴海，万仞嵩岳立天中。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文化的力量更加凸显，文化
的影响更加广泛，文化的功能更加多元。牢
记领袖嘱托、践行省委要求，以文化自信传承
历史文脉，以守正创新激发文化活力，深入挖
掘黄河文化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全面阐释
黄河文化时代价值，为黄河文化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持续
讲好“黄河故事”“郑州故事”，郑州文化发展
的道路必将越来越繁荣、越走越宽广！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
郑 旗

裴 李 岗
用鞭打春牛
的 习 俗 ，纪
念农耕文明
起源。

本报记者
马健 摄

社会工作者资格
考试时间确定
5 月 24 日、25 日正式开考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3月 10日，记者从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2025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考试时间已确定，将于 5 月 24 日、25 日正式开考。

此次考试涵盖初级、中级以及高级三个级别，考
试科目涉及《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社会工作综合能
力》《社会工作实务》等。从 3 月 14 日起，中国人事考
试网（http://www.cpta.com.cn）将开启报名通道，一
直持续至 3 月 26 日，广大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均可
踊跃报名。

关于本次考试设置及取得资格证书的条件，助理社会
工作师考试科目为“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和“社会工
作实务（初级）”2个科目，考生须在 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
部应试科目方可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工作师考试科目为“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
（客观题）、“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客观题）和“社会工作
实务（中级）”（主观题）3个科目，考生须在连续 2个考试年
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方可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科目为“社会工作实务（高级）”
（主观题）1个科目，考生通过该应试科目可取得高级社会
工作师考试成绩合格证明。

缴费时间为 3 月 14 日 9 时至 3 月 28 日 17 时。5 月
19 日 9 时至 5 月 25 日 14 时 30 分期间，即可自行打印准
考证。

2025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沿用2018版
考试大纲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内容，“社会工作法规与政
策”科目所涉及的政策法规，均以 2024年 12月 31日前有
效的政策法规为准。

所有科目考试成绩合格并通过考后资格核查后，考生
可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查询下载本人职业资格电子证
书。纸质证书下发后，由考试报名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负
责发放事宜。

大学生找工作看这里
专场招聘会周三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3月 10日，记者从郑州市人才
交流中心获悉，3月 12日(周三）上午，由郑州市人才交流
中心、郑州市二七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在郑州人
才大厦三楼招聘大厅举办“职引未来”——2025年全国城
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共计提供岗位
7700余个。

据悉，此次招聘对象主要为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应
往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技能型青年人才等急需就
业群体。参会重点企业涉及计算机、环保科技、教育培训、
装备制造、化工冶金、精密电子、智能数字化、旅游、酒店餐
饮、传媒、金融、法律、汽车、物流、医疗、建材、食品、农业等
多个行业。招聘岗位集中在新媒体运营、店长、技术、行
政、设计、电子商务、会计、工程师、储备干部、律师、主播、
实习生、管培生等。

招聘会举办时间为 9：00~12：00，活动现场设有企
业招聘区、手机端扫码投递简历等方式，以便多元化服
务求职者，进一步为求职青年进行岗位匹配和面对面
推荐。

公益广告


